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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传统的教育研究把教育工作者区分为“理论工作者”和“实践工作者”，这就意味着，作为“教育实
践工作者”的教师只能是教育研究的对象，是教育研究的客体，而不能成为教育研究的主体；只能是
教育理论的使用者或验证者，而不能是教育理论的生产者和创造者。
实践证明，教育理论不可能脱离教育实践而凭空“创造”，科学、合理、高效的教育实践也不能脱离
教育理论的指导而得以实现。
因此，在现代教育中，教师仅仅扮演“实践工作者”的角色是不够的，还须要成为“研究的主体”，
通过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研究活动，使教师逐步认识教育规律，掌握教育规律，从而能够有效地运用
教育规律，提高教育的质量，促进教育的发展，同时也能使自己成长为专家型、研究型的教师。
教师要进行有效的研究活动，就需要掌握教育研究的基本思想和基本方法。
为此，本书立足于中小学教师的实际来阐述和介绍教育研究的基本理论、基本思想和常用的方法，力
求突出理论的基础性、内容的丰富性和方法的实用性，使理论与实际相结合，方法与案例相结合，便
于广大中小学教师能学以致用。
基于上述考虑，本书在结构设置上分为四大部分。
第一部分即第一章“教育科研概述”。
这部分从中小学教师的实际需要以及教师专业发展的要求出发，阐述了教育研究的基本内涵、思想基
础、主要类型、一般过程以及教育研究的作用、任务和价值等。
第二部分由第二章和第三章构成。
其中，第二章主要阐述了教育研究问题的来源与选择、假设的陈述与分类，以及教育研究课题论证的
基本过程与方法等。
第三章首先概括介绍了研究设计的基本内涵、重要意义、主要模式，然后详细阐述了研究方法的确立
与使用，研究对象的选择与抽样，研究计划的实施过程与注意事项，课题的确立与设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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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《教育科研方法》主要内容：在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，“创新”是一切事物的生命力所在，教育也同
样如此。
创新，意味着我们要突破陈旧框框，以新思想、新制度、新方法、新措施、新工具来应对新情况或新
问题。
在社会发展过程中，旧的教育模式（包括思想观念体系、制度体系、方式方法体系、器物工具体系等
）已经显现出其不适应性，暴露出阻碍发展的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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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（一）教育科研是教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在现代社会中，教育的普及使得“教育发展”早就由数量的
增长蜕变成“教育品质”的提升，而“教育品质”的提升是建立在“教育科研”基础之上。
换句话说，教育科研水平决定了教育发展的速度和品质。
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世界各国都特别重视教育科研工作，把它作为教育发展的重要问题来对待。
（二）教育科研是教育创新的基础在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，“创新”是一切事物的生命力所在，教育
也同样如此。
创新，意味着我们要突破陈旧框框，以新思想、新制度、新方法、新措施、新工具来应对新情况或新
问题。
在社会发展过程中，旧的教育模式（包括思想观念体系、制度体系、方式方法体系、器物工具体系等
）已经显现出其不适应性，暴露出阻碍发展的问题。
但是，教育的创新该如何进行呢？
是不是推翻旧的教育模式就能完成任务呢？
当然不是。
教育的创新作为一个系统工程，须要全面分析和研究教育内外部因素，调整教育系统的结构，完善其
各系统的职能，完善系统间的资源配置机制⋯⋯这一切，不能依靠人的感性思维和经验思维，而必须
寻找系统的科学理论和方法。
没有强大的科学理论和方法作保障，没有产生科学理论的教育科研体制和科研活动，所谓的“教育创
新”是不可想象的。
（三）教育科研是教育理论的孵化器教育作为一种最古老的社会活动，千百年来，人们积累了丰富的
经验。
任何一个健康的成年人，在面对“教育问题”时都能够阐述一定的观点或看法；同时，社会文化中也
积淀出丰富的教育思想。
比如，“教书育人”思想、“因材施教”思想、“启发式教学”思想⋯⋯都有悠久的发展历史。
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，我们就是依靠这些教育经验组织和安排着教育活动，包括学校教育活动。
  但是，教育发展到今天，要提高教育效率，发展教育品质，增强教育实效，按照教育规律组织教育
活动，就不能单纯依靠“经验”，而必须建立在科学的理论基础之上。
教育经验是我们办教育依靠的重要资源，但学校教育的科学发展更多的是表现在教育对科学规律的把
握和尊重上，可以说，没有教育科研活动，就没有教育理论的发展，教育科研是教育理论的孵化器。
20世纪以来，重大的教育理论成果的取得都是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之上的，比如，杜威的“实用主
义”教育思想，班杜拉的“社会学习理论”，等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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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推荐

《教育科研方法》由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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